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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评价导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 2035 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发展目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提高高等

教育质量的战略任务。 “十四五”期间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

案》，关键是明确普及化阶段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评价导向。

第一，强调分类发展的高等学校评价。 普及化阶段的高等学校评价要强调分类发展、分类评价，满

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和个性化的高等教育诉求。 “双一流”建设高校注重培养

拔尖创新人才，推进基础学科和关键技术领域的知识创新；应用型高校与高职院校注重培养大学生的

专业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师范院校注重培养高素质教师，满足高质量

教育体系的师资需求。 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成效评价也应探索分类评价，坚持一流目标和需求导

向，重视管理体制与治理体系改革成效评价，探索成长性、特色性发展评价。

第二，强调师德优先的高校教师评价。 高素质教师队伍是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关键。 一是

强调专业素养与师德素养的综合性评价，尤其注重对教师师德素养的评价；二是将人才培养放在教师

绩效考核评价的重要地位，将教书育人、崇教爱生作为高校教师评价的重要标准；三是改进高校教师

科研评价，重点评价学术贡献、社会贡献以及支撑人才培养情况；四是关注教师角色的转变，适应新兴

信息技术发展， 从评价教师知识传授结果转向评价教师作为大学生学习活动设计者和指导者的工作

成效。

第三，强调综合发展的高校学生评价。 从注重知识的一维评价向注重大学生全面发展的综合评价

转变。 一是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效评价，培养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和综合素质；二是注重大学生学

习结果及成长体验评价，基于学习结果和用人单位满意度反向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引导大学生全面而

有个性发展；三是注重以课程建设、专业建设为核心的教学质量评价，为学生成长提供坚实保障。

第四，强调贡献增值的学科评价。 学科评价要关注内涵、聚焦贡献、突出特色。 人才培养促进学科

建设，学科建设反哺人才培养，因此，学科建设成效评价也要突出人才培养的地位。 同时，注重问题导

向，将水平评价与效益考核、日常动态监测与周期评价、定量评价与定性评议相结合，增强评价的系统

性、整体性和协调性，重视学科整体发展水平、成长提升程度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

第五，强调效率优先的高校内部质量评价。 坚持学生中心、结果导向、持续改进、多元参与的评价

理念，要明晰质量标准，优化指标体系、创新评价手段、完善持续改进工作机制、健全组织制度保证、加

强质量文化建设，构建高校内部质量监控和保障体系。 要合理运用结果评价、过程评价、增值评价、综

合评价等评价方式，提高质量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和有效性。

总之，落实新时代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评价导向，需要转变高等教育评价理念，注重高校内涵建

设与价值增量；注重破立并举、统筹兼顾，构建科学合理的综合评价体系。 这既需要制度与组织机制的

保障，更需要全社会参与，形成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共识与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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